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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梁常绿闫叶林 中，常见的种子植物有 131种，隶属 44科，85属，其中属于热带类型的 

有 36属，温带类型的有 46属．据 】4个样地统{1，该常绿阔叶林的第一优势种或建群种为甜槠， 

次优种或共建种为木荷。按 Raunkiaer生活型统讣，该群落的生活型高位芽植物种类最多，地面芽 

植物次之，地下芽植物较少。该群落叶的性质 以小型叶 单叶、草质、非全缘为主．而在乔木层中 

却 以中型叶、单叶、革质、非全缘为多．群落的层次分明，垂直结构可分 为乔木层、灌木层、草 

本层和地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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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f Shiliang in 

Tiantai mountain of Zhejiang province 

JIN Ze—xi“ 

(TaizhouTeacherdCollege，Linhai，Zhejing 3tT000，Chin 

Abstract： The florisfic composition and community characters of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t 

Shiliang in Tianhai Mountain，Zhejiang province had been studi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131 seed plants，belonging to 85 genera of44 families，ofwhich 36 genera are of tropical form，46 

genera of temperate zone form．．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14 sam ple plots，the first dominant species 

or edificato of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s Catanopsis evrey and the second dom inant spe— 

cies or co edificato is Schima superba By the method of Raunkiaer's life-form statistics， 

phaenerophytes are the first in species number of the community life form，hemicrptophytes the sec。 

ond and geocrytophytes the third．The characters of leaf are mainly microphyll—simple，herbaceous 

and unentire．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leaf in tree layer ate mostly mesophyn，simple，coriaceous 

and unentire．There is a clea r distinction between layers，and the vertical structure can be divided in— 

to tree laye【shrub layer,herbaceous layer and ground layer, 

Key words：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florlstic co mpo sition；community physiognomy；corn。 

munity structure；Shiling；Tianhai mountain；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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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天台山石粱景区内分布着一小片常绿阔叶林，该常绿阔叶林未受到大的干扰和破坏，发育 

良好，接近原生性植被。此前，对该群落仅在种类组成方面作过粗略的考察记述 ，而对群落的特 

征来作 系统深人的研究 本文以石梁景区内 l4个 500m 的样地资料为依据，对该群落的种类组成、 

区系成分和群落特征等方面作了分析，为这一类型的植被研究与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基本资料。 

1 自然概况和工作方法 

天台山地处 29。09 ～29。28 N，120。50 ～121。24 E之间，位于浙江省东部，跨天台、 

新昌、宁海三个县．系武夷山仙霞岭中支由南向北延伸而来。在气候分区上，本 区属亚热带中部，为 

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 16．27℃．最冷月均温 5．1℃，最热月均温 23．5℃。年 

降水量 1 320．5 mm。境内多低山丘谷和 山问台地 本文工作地点在天台山华顶国家森林公园石梁景 

区内，海拔 500 rll左右，土壤为花岗岩、砂岩、变质岩母质上发育的山地棕黄壤，土层疏松，枯枝 

落叶层厚达2～5 crll，覆盖率 85％ 以上，一般分解良好，有机质丰富 ’̈川 

在石梁景区内，设置 】4个面积为 500m 

的样方，各样地的环境资料见表 1。调查记录 

每个样方内所有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样方内 

的乔术树种 (dbh．>7,5 crl1)进行每术调查， 

实测 胸径、树 高、枝下 高、冠 幅等项指标。并 

计算出重要值，确定优势种。 

2 常绿阔叶林的种类组成 

2。1 区系组成 

据统计，组成该群落有维管植物 138种， 

隶属 92属，50科。其 中蕨类植物 6科，7 

属， 7种 裸子 擅物 2科，2属，2种 ；被 子 

植物 42科，B3属，129种 (双子叶植物 39 

科，78属，118种；单子叶植物 3科，5属， 

表 1 各样地环境资料 

Table 1 The environmental coadhion~of 14 quadrats 

11种)。 种类 数量 占优势的科 为壳斗 科 Fagaceae(13种 ) 樟 科 Lauraceae(9种)、 冬青 科 

Aquifoliaceae (9种)、豆科 Leguminosae(8种)、百合科 Liliaceae (7种)、杜鹃花科 Ericaceae(7 

种)、蔷薇科 Rosaceae(7种)、 山茶科 Theaceae(7种)。所含种数较多的属有冬青属 llex (9种)、 

山胡椒属 Lindera(4种)、青冈属Cyclobalanopsis(3种J、安息香属 Stytax(3种)、菝葜属 Smilax 

(3种)、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3种)、紫珠属 Callicarpa(3种J、石楠属 Photinia(3种)、荚蓬 

属 Viburnum (3种)、槭树属 Acer(3种 )等。 此外，区系组成 中仅含 1～2种的科 占科 总数的 

64． ，含 1种的属 占总属数的76．1％，反映出该群落的科属组成较为分散。 

2 地理成分分析 

石梁常绿闫叶林中，常见的种子植物有 44科，其中世界广布的有 8科，属于热带分布的科有 19 

科，占科总数的 52．8％ (百分比未包括世界广布的科 )，温带分布的有 17科， 占47． 。在常见的 

种子植物 85属的分布区类型来看  ̈(表 2)，世界分布的有 1属，热带类型的有 36属，占属总数的 

42舟％(百分比未包括世界分布的属)，温带类型的有 46属，占54．8％，中国特有的 2属，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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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 的地理成分来看，温带一亚热带分布 的属要多于热带分布的属。在群落中起重要作用的栲属 

astanopsis)、青冈属、水青冈属 (Fagus)、石栎属 (Litlrocarpus)、山胡椒属、术姜子属 (Litsea)、 

樟 属 (Cinnamomum)、 木 荷 属 (Schima)、 红 淡 比属 P )、 转 属 (Eury口)、 厚 皮 香 属 

(Ternstroemia)、 山茶 属 (Camellia)、 金缕梅 属 (Hamametis)、枫 香属 (L却uidambar)、化 香 属 

(Ptatycarya)、合欢属(Athizia)、杨梅属(Myric 、安息香属、杉木属(Cunninghamia)、松属(Pinus)、 

冬青属、荚蓬属、柑木属(Loropetatu砷 、漆树属(Toxicodendron)、和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桦木 

科 (Betulaceae)、 术 通 科 (Lardizabalaceae)、 卫矛 科 (Ce1as aceae)、 杜 鹃 花 科 、 旌 节 花 科 

(Stachyuraceae)等植物都是冰期前的古老种子植物 ，这说明该群落具有古老的性质 

2-3 乔木层优势种分析 表2 

根 据 l4个 样方 的乔木层植 物 (dbh．>7．5 crn)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该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相当明 

显 ， 尤 其 是 甜槠 占有 绝 对 优 势 ， 重 要 值 为 

130．49，为群落的第一优势种和建群种：木荷的重 

要值为 52．84，为次优种和共建种：其它重要值大 

于 l0的还有：马尾松为 l8．28，短柄袍为 l5．73， 

东南石栎为 l3．43。乔木层中重要值大于 10的共 5 

种． 占乔木层总种数的 13．6％。重要值在 5以下 

的有 29种，占77．3％。并且，重要值在 1以下有 

l4种， 占36．8％。这说明石粱常绿阔叶林种类组 

成丰富，优势种显著。如果以优势种来命名的话， 

该常绿阔叶林则应称为甜槠林． 

在石梁常绿阔叶林中．不同生境其种类组成存 

在一定的差异。根据各样地乔木树种的重要值 (表 

3)，采用相似性百分率” Ps=1-0．5∑la—bf=∑ 

rain(a，b 计算出各样地间的种类相似性 (表 4)。 

从表 4中可 看 出，Ql和 Q3、Q 、Q6、Q7、 

Q Q Ql2 Ql3、Ql4间具有较高的种类相似 

性，除 Q 与 Q— 的相似系数为 59．03％外，其余 

各样地问的相似性系数均为 60％ 以上，说明上述 

各样地问的种类组成相对一致，从表 3中也可以看 

出相 同的结 果，上述 10个样地中甜槠的优势突 

出，其重要值在 126．18～20o．24之间，为群落的 

Table 2 The distribotion types ofgenera of 

evorgrccn broad—leaved forest in ShJliang 

璺 ； 

第一优势种和建群种，次优种除Q 外，其余均为木荷，这些样地位于山坡．生境较干燥．适宜甜桔 

生长，形成了以甜槠为单优势的群落。Q5虽然和Q1 3等样地的相似程度不高，但和 Q4、Q9、Ql2-Q  ̈

的相似系数较高，且Qs中甜槠的优势仍然突出，因此，就它们一致性优势种而言，它们仍属同一群 

落。Q 和许多样地之间的相似系数较低，尽管甜槠为第一优势种，但马尾松的重要值较大，这是由 

于 Qg位于群落边缘的交错区，其种类组成有所变化，位于淘谷附近的 Q2 Ql0j因湿度相对较大， 

甜槠的优势度下降，东南石栎的优势度上升，和其它样地的相似系数均较低，形成了以东南石栎为优 

势的群落 (Q )，或木荷 甜槠 东南石栎、青冈栎等组成共优群落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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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le 4 Theindexes ofspecies similaritybeLwe n surveyed quadrats of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inShiliang 

样
No
方

．o

号
f Q Q． Q， Q Q．。 Q． Q ： Q Q 

quadrat 

3 外貌 

3．1 生活型 植物的生活型是植物对于综合 

生境条件长期适应而在外貌上反映出来的植物 

类型 群落外貌主要是自生活型组成决定的 

根据 Raunkiaer的生活型编制了石粱常绿阔 

叶林维管植物生活型谱 (表 5、图 1)，从表 5 

中可以看出石梁常绿阔叶林中，高位芽植物的 

种数为最多，共 122种，占总数的 88．4％， 

在高位芽植物 中，小高位芽植物最多，其 

其次是太高位芽植物，中、矮高位芽植物 

亦有一定 的比例，缺乏超过 35 m的巨高 

位芽植物 在大高位芽植物中，常绿大高 

位芽植物居多，建群种和次优种均属此种 

生活型：在中、小高位芽植物中，以落叶 

高位芽植物为多；在矮高位芽植物中，常 

绿成分多于落叶成分 石梁常绿阔叶林以 

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其 比例和本省其它常 

绿 阔 叶林 接 近 6,7 ． 地 面芽 植 物 占 

10．1％；地下芽植物较少，仅占 1．4％： 

地上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少见 

3．2 叶级谱 由表 6可知，叶级中， 以 

小型 叶 为主， 共 73种 ． 占总 种数 的 

表5 
Table 5 TheIireform statistics of plants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 t ofShiliang 

往 P1．一高位芽檀精． 

Me 中高位芽植钧(s～16 m)． 
Nph一墙高位芽 精((2m)． 

H_地 芽植韧， 

Th 一 生植精． 

Mapl~．1q高位芽把暂(16—32 m)． 

Miph一小高位芽杷物0一s m)， 
ch一地 芽植 精 ． 

(}_ r 植物， 

图 】石粱常绿阔叶林植物生插型谱 
Fig．I T 1ife—form s'0cctrum ofeve堰 reenbroad- 

leaved  forest ofShiliang 

l_常绎太高 芽植物； 信叶太高拉芽植暂：3．翕孽中高位芽植物： 落 中高位侑橱 

i膏颦小高位芽值韵， 落叶小高位芽植物．7．常缉墙舶 芽杷物：s落叶艟高位 

芽植物：9 骨罐尊奉高位芽植物，Im薄 蓐牢高位芽杷物，l1． 杷精， 

12种予地面芽植精，13 簟 地 芽植物，14．种子 r芽檀精． 

15．簟娄地 F芽植韧：16．一年生檀精 

52．9％：中型叶次之，共 54种， 占39．1％；微型叶6种，占4．3％；大型叶(主要是蕨类植物的羽状叶) 

5种，占3．6％：而乔木层中以中型叶为主，其次是小型叶 

3．3 叶型、叶质与叶缘 叶型以单叶为主，占8 4．8％(表6)，复叶在群落中达 15． ，但大多是灌木层一 

掘 鲫 ∞ 博 蚰 ∞ 的 萜 ∞ 拍 

1  5  4  2  9  9  7 ， 7  0  9  7  
6 ] 6  7  6  6  5  4  6  7  6  6  

7  9  2  0  2  0  7  7  7  0  3  1  
7  6  0  9  6  3  4  4  3  9  3  0  
L i i L 

7  3  6  6  4  6  6  4  6  3  7  7  

0  3  0  0  0  2  g  4  9  0  4  

j J j J j J j 一 6 0 5 5 ； 5 8 4 3 5 _ 6 4 6 6 6 6 6 5 7 4 7 

9  7  2  7  4  4  6  2  

1  8 3  1  6 3 4 4 7 8 ． 6  4 6  0 4 0 9 9 9 4 ． 

6  7  B  5  B  7  4  7  

r  9  9  5  4  3  B  4  9  
6  2  2  5  6  4  0  5  5  扎札她 n珧 一 

6  5  9  5  7  6  9  6  4  2  0  4  B  0  1  

6  8  3  7  7  3  4  1  
6  4 7  7 6 7 7 6 

6  7  O  7  0  0  l  
l 口 7  5 0  5  
H 帕 拍 盯 

一 

砼 

Ⅲ 

Ⅲ 

一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金则新 ： 浙江天台山石粱常绿阔叶林研究 213 

草本层植物，在乔木层中仅 2种，占乔木层总种数的5．3％。叶质以草质为多，占总种数的 56．5％，这些草 

质叶植物多属于落叶种类，革质次之，占总种数的37．7％。在乔木层中，以革质最多，占乔木层总种数的 

47．4~／o，草质次之。在叶缘方面，全缘的65种，占总种数的47．1％，非全缘的73种，占52．9％。乔木层中 

非全缘的 25种，占乔木层总种数的 65．8％：全缘的 13种， 占34． 。综上所述石梁常绿阔叶林中主要 

以单叶 草质 非全缘为主。而在乔木层中则以单叶 革质、非全缘为多。 

表 6 

4 垂直结构 Table 6 The charactersofleafofev,rgreenbroad-leaved forest ofShiliang 

石梁常绿阔叶林的 

垂直结构较复杂，分成 

乔木层 灌木层、草本 

层和地被层。 乔木层 可 

分成 3个亚层 第 1个 

亚层高 14～24m，这 

1亚 层 覆 盖 度 在 20％ 

左右，主要 由甜槠、木 

荷、马尾松 短柄抱 

Im Ysize Led rm ImY TlBIur 

苷 等 兰墨 翌兰 Lestmafg 

住：大型Ⅱ 164025～】a芷，mm 中型叶：Ig 225⋯2025 tl, 叶：20~ 225m 檄型叶：‘芷，m 

东南石栎等高大个体构成．第 2亚层高 8～13 m，覆盖度在 90％ 以上，甜槠、木荷繁殖层的多数个 

体均分布在其中，也有部分落叶成分。除了分布在第 1亚层的那些种类外，还有小叶青冈、厚叶冬 

青．枫香、吴茱萸五加等．第 3亚层高 4～7 m，覆盖度 30％左右，除了分布在第 1 2亚层的那些 

种类外，还有浙江樟 马银花 茅栗 水青冈 老鼠矢等． 

灌木层高0．5～3皿 平均盖度 40％，种类最丰营 包括乔木幼树共 86种，占群落总种数的 6Z3％ 可 

分为 2个亚层．第 1亚层高 1m 以上，主要种类有甜槠、柃木 (Euryajaponica)、木荷 马银花、小叶青 

冈、尖连蕊茶(Camellia删 眦 ta)、满山红 (e,hododendmnmanesiO、东南石栎、厚叶冬青、淅江樟尝 

第 2亚层高 1m以下，主要由甜槠、木荷、隔药柃 (Euryamuricata)、窄基红揭柃( h口 rubiginosa vaL 

attemcata)、d,ol-青冈、石斑木(Raphiolepi．~indic曲、映山红(R 出出 slmsiO等种类组腺 

草本植物种类较少，仅 l7种，且分布不连续，多集中林缘和林窗下 高度在 n1～1．5 m之间，盖度 

在 10％～30％左右， 蕨类植物为主，如里白(Hicriopterisglauca)、狗脊蕨 (Woodwardiajaponic 、 

芒萁 (Dicranopterisdichotoma)、石韦(eyrrosialingua)．其它种类有阔叶山麦冬(LiriopeIq21d．gCa 、垂 

穗苔草 (Carexdimorpholep曲 、栗揭苔草 (Carex brunnea)、水晶兰 (Monotropa uniflor 、华双蝴蝶 

(Tripterospermum chinense)、蕙兰(Cymbi&'um berO、长梗黄精(Polygonatumfilipes)等． 

地被层因受地表凋落物的影响而呈斑块状，分布于林内阴湿处和大树基部、 由藓类植物 占优势， 

高度低 于 5 CITt． 

层 间植 物 主要有 紫藤 (Wisteria sinettx 、 野 葛 (Puerarialobata)、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鹰爪枫 (Holboellia coriacea)、香港黄檀 (Dalbergia millettiO、忍冬 (Lonicerajaponica) 

等．附生植物少见． 

5 种群结构 

种群是构成群落的基本单位，其结构不仅对群落结构具有直接影响．并能客观地体现出群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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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以大小级 (I级幼苗，h<0．33 m；Ⅱ级幼树 la>0．33 m，dbh．<2．5 cm；Ⅲ级小树．dbh．2．5～7．5 

cm；IV级中树，dbh．7．5～22．5 cm；V级大树，dbh．>22．5 era)代替年龄对乔木层 6个优势种群的年龄 

结构进行分析 (图 2)。甜槠种群Ⅱ级幼树最多，Ⅲ级小树次之，I级幼苗也较多，从整个种群结构来看 

应视为增长型或稳定型种群 木荷种群I级幼苗最多，年龄结构呈叠字塔型，为典型的增长型种群 

马尾松种群I级幼苗很少，幼树．小树多分布在林缘的交错区。在林内个体数少，且生活力弱，很难更 

新 因此，马属松种群的年龄结构属衰退型，它们在群落中不能继续发展'将逐渐被淘汰。短柄袍的I 

级幼苗极少，幼树的数量也较少，它的强喜光性的特点使得在群落中天然更新十分困难，种群年龄结构 

也为衰退型，在群落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将逐渐退出群落。东南石栎种群的年龄结构为增长型。小叶青 

冈种群虽然I级幼苗较少，但胸径少于2．5 cm 的幼树很多，其年龄结构也应示为增长型或稳定型。 

由于乔木层 中常绿树种甜槠、木 

荷、东南石栎．小叶青冈等均具增长、 

发展和稳定的年龄结构．所以群落渐趋 

稳定 特别是甜槠、木荷的优势种和建 

群种地 位在相 当长的时期 内不会由其它 

种类替代，因而推论该群落 目前的变化 

过程属进展演替类型。 

6 结语 

天台山石梁常绿阏叶林未受到大的 

破坏，发育 良好。据 14个样地统计， 

总数 l3675) 

V 

IV 

ll 

II 

_蔓 J 

∞  

蒜 
÷  

二(1v 

l拍 )d (571)f 

臣 
II 20 4O 60 80 100 0 如 dO 60 80 100 O 20 40 60 ∞ 1 00 

t七辜 R{tio／％ 

该群落的第一优势种为甜槠、次优种是 · 罔2忧苷种腓大小缎}
． 构 

术荷，这是本省最常见的常绿阏叶林类 F1备2 Tb．e B cIass stmctu佗~fdominantpo!~alatL0ns 

型 ．为 中亚热 带典型的地带性植 。 甜侍 胁神 ·赤荷＆ w叩 ·。马尾梧脚⋯  

被。该群落属的分布区类型以温带成分 橱艳舢 ：：： ： 栎～岬时 删 
为主，但热带成分也有相当太的比重，群落的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占多数，群落叶的性质以小型叶、 

单叶．草质．非全缘为主，这些与本省其它常绿阔叶林相似．在乔术层中则以中型叶、单9： 革质、 

非全缘为多。群落层次分明，乔，灌、草 3层均具，其中乔木层可分为 3个亚层． 

甜槠为优良的用材树种。它萌芽性强，结实丰富，具有较强的更新能力，是加快荒山绿化，改造 

疏林的较佳树种 通过对石梁常绿阔叶林的研究．对于了解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生态特征及动态规 

律很有帮助。同时对于造林．管理、利用和保护这一常绿阔叶林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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